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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是否能與土耳其展開入會談判？ 

 

執委會對土耳其入盟之評估報告 

1999年歐盟赫爾辛基高峰會議即承認土耳其為歐盟候選國，而依據 2002年 11月哥本哈

根高峰會所作出的決議，歐盟在 2004 年 11 月針對土耳其的改革作出評估，再根據歐盟執委會

所提出的報告書和建議，決定是否如期與土耳其展開入會協商。2004 年 10 月 6 日執委會給予

土耳其正面之評估，建議其在符合條件下，便可展開入會談判。針對土耳其人權、民主、法治、

少數民族之保護等各項政治指標進行廣泛性評估後，執委會 10月 6日公佈其評估報告。此份報

告給予土耳其正面性之評價並建議，一旦土耳其之相關重要立法生效後，便可展開加入歐盟之入

會談判程序。執委會於報告中提出「三支柱策略」(three pillar strategy)以協助土耳其達成入會

之談判條件。第一支柱主要是加強雙邊合作以深化及支援土耳其境內之改革；第二支柱是評估土

耳其加入歐盟對雙邊所形成之挑戰及影響；第三支柱是強化歐盟與土耳其人民之政治與文化對話

之管道。 

雖然入會進程對於土耳其內部改革將有相當之催化作用，但執委會仍強調土耳其之入會談

判並無期限限制，換言之並未訂出確切之入會談判時間表。土耳其入會目標是明確的，但無法給

予土耳其預先之入會保證。2004 年 12 月之歐洲高峰會也將依據執委會此次之評估報告，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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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展開土耳其之入會談判。以下針對土耳其進行簡介，並分析其與歐盟之關係，最後評估其加

入歐盟之狀況。 

 

土耳其國情概況 

土耳其共和國(Republic of Turkey)地跨歐亞兩洲，97%領土位於亞洲小亞細亞半島上，與

獨立國協、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為鄰，另有 3%領土在歐洲巴爾幹半島東隅，與保加利亞、希

臘相鄰，人口約為 6800萬人，領土總面積約為 779,452平方公里，首都安卡拉。 

土耳其於 1982年 11月 7日制訂憲法，並分別於 1995、1999和 2001年進行修憲，採行

內閣制。現任總統為塞澤爾(Ahmet Necdet Sezer)，總理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由

議員及各部會首長所率領的中央政府，透過土耳其境內 81個省分之省長行使權力，在行政區層

級內設有副省長；省長職權雖近似於法國的省督（prefet），但仍需依賴經由直接選舉產生之地

方議會、區議會給予協助。 

土耳其國內的 16個都會自治市（metropolitan municipalities, MM）各有其地方自治政府，

經由選舉產生市長及市議會，村落則是透過集會選出長老會和村長。 

土耳其議會又稱大國民議會（The Turkish Grand National Assembly, TGNA），為一院制，

每 5年重新改選，由 550名議員組成，議員名額則依據各省人口比例分配，並需符合國家設定

10%之門檻限制。 

 

土耳其與西方國家之密切關係 

自土耳其共和國成立迄今，雖然其人民多為回教徒，但卻和西方國家有緊密的結盟關係，

具體事件如下表：  

Feb. 1952：土耳其成為 NATO正式會員 

Sep. 1959：土耳其申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 

Sep. 1963：歐體與土耳其簽署「安卡拉協定」，雙方依此成立關稅同盟 

12. Sep. 1980：土耳其軍事政變後，使得 1980年代前半期土耳其與歐體關係凍結 

14. Apr. 1987：土耳其申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 

Dec. 1989：執委會承諾土耳其成為會員國的資格，但延緩對土耳其的評估工作 

Dec. 1997：盧森堡高峰會議上，歐盟各國領袖拒絕給予土耳其候選國資格 

Dec. 1999：歐盟赫爾辛基高峰會決定土耳其候選資格 

Mar. 2001：歐盟部長理事會通過「歐盟土耳其聯繫夥伴關係」 

Mar. 2001：土耳其政府通過「土耳其國家計劃」，以採用歐盟法 

Sep. 2001：土耳其議會通過 30個憲法修正案，以符合成為歐盟會員須達成的哥本哈根 政治標

準 

Aug. 2002：土耳其議會進行全面性改革以符合歐盟人權標準 

13. Dec. 2002：哥本哈根歐盟高峰會決議，若 2004年 12月依據執委會所提出之報告和建議，

確定土耳其已實現哥本哈根的政治標準，歐洲高峰會將會如期與土耳其展開入盟協商；在此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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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歐盟各國領袖也同意擴大及加深關稅同盟的合作關係，並提供土耳其入盟前的財政資助。 

Oct. 2004：執委會發表土耳其入盟進度報告 

 

歐盟與土耳其之關稅同盟 

歐體與土耳其於 1963年簽署「安卡拉協定」（Ankara Agreement），主要目的在促進雙方

之經貿關係。據此，歐盟與土耳其乃簽訂關稅同盟協定，自 1995年 11月 30日起開始生效。其

過程及重要發展如下： 

1959年土耳其向歐洲經濟共同體提出入會申請。 

1963年土耳其與歐洲經濟共同體簽署的「安卡拉協定」（Ankara Agreement）及 1970年的附加

議定書，確定未來關稅同盟之形式及日程，並確認會員間之基本目標。 

1996年 1月 1日土耳其與歐盟成立關稅同盟。 

此關稅協定起初含蓋所有工業產品及加工農產品，約佔 1995 年土耳其與歐盟貿易量總量

之 93%。在土耳其接納歐盟共同農業政策後，農產品也納入關稅同盟協定的產品之中。自土耳

其與歐盟在工業產品貿易上也建立相同的關稅區以來，雙方即確保自第三國家進口之產品也享有

相同的待遇。 

土耳其佔歐盟總出口量，分別在 1995、1999 年為 2.3%及 2.7%，進口量方面則為 1.7%

和 1.9%。從上述數據來看，土耳其對於歐盟貿易發展上，不論是進口或出口皆呈現正向成長，

以 1999年為例，土耳其是歐盟第 7大出口國，也是歐盟第 13大進口國。由此可知關稅同盟協

定使得雙方皆從中受益。 

 

土耳其加入歐盟之爭議 

土耳其政府在 1959 年選擇與歐洲經濟共同體建立更密切的合作關係，而土耳其未來是否
成為歐洲聯盟（歐洲經濟共同體前身）的會員國，已引起許多爭議，各方論點圍繞在一系列相關

問題上，諸如人口數、地理位置以及政治面向的爭議。 

在人口數的問題上，普遍認為一旦土耳其加入歐盟，它將成為歐盟內人口數最多的會員

國。土耳其目前人口數為 7100 萬人，人口統計學家預測在未來 20年內，土耳其人口數將增加
到 8000萬〜8500萬人；相較與此，歐盟會員國人口數最多的德國，其人口現約為 8300 萬人，
但到 2020年將減少為 8000萬人。 

另一論點則是長久以來就存在的爭議，即土耳其在地理位置上是否為歐洲之一部分，特別

是在羅馬條約簽訂以來，其對於「在享有共同價值的基礎上，致力於建構一個歐洲國家的聯盟」

的規定，使得許多人認為這只是個因為哲學及知識上的預設立場而產生的爭議。 

而最敏感的論點還是在於文化和宗教差異面。基於歐盟認訂自身為一文化宗教多元主義，

能承認並尊重差異性，使得支持土耳其加入歐盟的人認為，只要土耳其和歐盟會員國能維持此一

共識，文化和宗教差異將不再是問題。 

此外，歐盟會員國對於土耳其人權紀錄的擔憂，以及土耳其在全球和區域安全上的相關議

題，皆是延緩土耳其申請過程的關鍵因素。塞普路斯的分裂狀態也是一個未決的問題，在聯合國

發起的議程之下，希臘與土耳其為解決塞普路斯重新統一的問題，兩國在 2004年春季已開始有
所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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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態度 

支持土耳其成為歐盟會員國的歐洲國家主要有德國、英國、西班牙和義大利，法國、奧地

利、荷蘭、義大利以及幾個新會員國則較傾向反對的態度。 

作為土耳其重要經濟及商業夥伴的德國，對於安卡拉試圖成為歐盟會員國公開表示支持。

德、土雙邊貿易額每年約為 140億歐元，過去十年更增加為 2倍，土耳其對德出口佔 14%，德

國出口至土耳其的數量則約為其總出口量的 17%。現約有 1100家德國公司在土耳其境內營運，

每年更有超過 300 萬的德國人至土耳其旅遊；現居住於德國的土耳其人約略估計為 250萬人，

其中的 60萬人已成為德國公民。 

英國是另一個積極支持土耳其入盟的國家，英國外相史特勞(Jack Straw)即表示，歐盟應

藉由確保土耳其入盟申請協商的公正性，進而釐清多元化與寬容的價值不單只是指「基督宗教」，

他認為歐盟應實現對土耳其所作出的承諾，並確信土耳其會享有與其他歐盟候選國相同的待遇。

英國的觀點在於，土耳其入盟將有益於歐盟整體，它將成為歐盟在巴爾幹半島、中東及高加索地

區的重要北約同盟國，英國也認為在土耳其達到哥本哈根的政治經濟標準後，歐洲各國首長應在

2004 年底聚會時給予安卡拉正式展開入盟談判的承諾。土耳其是英國一個重要的貿易夥伴，

2002年英國是土耳其第三大出口國和第六大進口國，雙方貿易額在 2002年達 37億英磅。 

針對土耳其入盟案，法國態度顯得較為冷淡，法、土在 1998 年簽訂行動計劃，為雙方開

啟戰略關係，而法國對土耳其投資雖僅排在第五名，但法商卻是土耳其最大的投資者。2002土

耳其對法國出口額達 21 億，進口額則為 17 億，法國亦為土耳其觀光客源的第四大國。然而，

法國國家領導人迄今對於是否或何時開啟歐盟與土耳其的協商，仍避免給予土耳其一個確切的回

應。同時，反伊斯蘭教的極右派在法國政治地位竄升，影響群眾反對新會員國加入歐盟。 

土耳其是美國重要的同盟國，因此美國政府認為歐盟應將讓此一地中海穆斯林國家成為正

式會員國，對美國而言，土耳其若加入歐盟，將會成為伊斯蘭世界的學習模範。 

土耳其長久以來的敵對國希臘，現在也對土耳其入盟案表示支持。希臘政府的觀點在於與

其將土耳其排除在外，不如將其納入歐盟體制之內，希臘前國防部長帕彭托尼歐（Yannos 

Papantoniou）即表示，一旦土耳其加入歐盟，即有義務遵守歐盟訂立的法規及價值，而這將替

希臘解決大部分的問題，而新任總理卡拉曼利斯（Costas Karamanlis）也將延續此一友善的態

度。 

在 2004年 5月甫加入歐盟的波蘭則擔心，一旦土耳其加入歐盟，將會吸走大量的補貼，

而歐盟將會無法承擔，但對於土耳其欲成為歐盟會員國的決心，波蘭仍一再表達支持。 

 

從猶疑到策略：為何歐盟要與土耳其展開入會談判？ 

1960 年代歐盟對於土耳其的入盟案並不太重視，也沒有任何具體策略，而在面對土耳其

加入歐盟的此一構想時，歐洲各國領袖與人民也多抱持冷淡的態度，許多重要的政治家更對此公

開表示反對。當時歐盟雖承諾在未來 40年內逐步接受土耳其入盟，但卻是在混雜著勉強和擔憂

的情況下所作出的承諾。現在歐盟需要從戰略角度重新思考與土耳其的關係，而不是繼續抱持著

以往的猶疑態度。土耳其欲加入歐盟的渴望廣泛地被視為是對歐洲統合的一大威脅，但卻也是歐

盟的一個大好機會。土耳其是目前申請加入歐盟的國家中，領土最大、戰略地位也最重要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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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歐盟在黑海和中東地區最重要的合作夥伴，而歐盟對於開啟協商談話所設立的每項要求，土

耳其都能確切的達成，安卡拉現任政府也極力推動土耳其進行改革，以符合歐盟的入會標準。一

旦土耳其入盟，歐盟就能藉此在土耳其國內行使軟性權力。而對於那些希望歐盟建立一套可信外

交政策的人來說，歐盟與土耳其的關係將會是一個成功的案例，但必須開啟雙方的協商談判才能

讓此一成就延續下去。接受土耳其成為歐盟會員國，理由有好有壞，最壞的理由在於會員國沒有

選擇的餘地，即使他們的人民大多數仍反對土耳其成為歐盟會員國，在這種情況下，協商過程則

會相當冗長、不悅，而土耳其人將會對此感到挫敗；接受土耳其加入歐盟最好的理由，是土耳其

政權將入盟過程作為政治經濟改革的依賴支柱，而歐盟則可藉此用來確認歐洲認同中本質的變

化。歐洲社會正逐漸出現差異，變得較為世俗和多元化，也較以往有異質性（heterogeneous），

遠離過去「基督歐洲」的概念，這對土耳其和歐洲的政治家來說，是力促土耳其成為會員國的一

個機會。 

文獻出處： 

http://www.euractiv.com/cgi-bin/cgint.exe/2842916-147?204&OIDN=500634&-home=search  

http://www.euractiv.com/cgi-bin/cgint.exe/3061310-517?204&OIDN=1508301&-home=home  

http://www.euractiv.com/cgi-bin/cgint.exe/3074530-945?714&1015=8&1014=EUROPAEUINT
CEIP041180FORMATPDFAGED0LANGUAGEENGUILANGUAGEEN 

 

以經濟成長與提升就業來推動里斯本策略的執行 

2004年 3月前荷蘭總理柯克(Wim Kok)接受歐洲高峰會的委任，帶領一群專業團隊對里斯

本策略進行評估檢視。2002 年，歐盟 15 國首長在里斯本做出決議，將啟動經濟及社會改革，

並訂立在 2010年讓歐洲成為「有著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知識經濟體，在較佳的工作機會、強大的

社會凝聚與尊重環境三者並重的情況，經濟能夠穩定成長。」 

由前荷蘭總理柯克領導的專業團隊，在 11 月 3 日正式公佈一份名為「迎接挑戰－促進經

濟成長及就業機會的里斯本策略」("Facing the Challenge - The Lisbon Strategy for Growth and 

Employment")報告，此份 54頁的報告內容主要針對里斯本策略進行中期的檢視與評估，評估內

容也將成為 2005年歐盟春季高峰會上檢討里斯本策略的主要基礎。此份分析報告對於過去四年

來的改革過程給予負面的評價，報告中指出，過多的議程、協調不良以及各國利益優先的衝突，

使得改革成效不彰。 

針對里斯本議題在實施上沒有任何進展的原因，報告做出了相當好的分析。雖然就業率從

1999 年的 62.5%提高到 2003 年的 64.3%，女性就業率亦有所成長，但淨就業創造(Net job 

creation)卻在 2001年便停滯不前，這將使 2010年就業率達 70%的目標難以完成。但報告中主

要將原因歸咎於會員國政治意願的不足。 

柯克報告中除了保留 2010 年實現目標的最終期限外，也明白指出歐盟不應成為美國之模

仿者；強調歐盟所面對的外部挑戰(美國與亞洲的經濟成長)和內部挑戰(歐洲老化)，並將新加入

的 10個新成員國視為新的契機。 

報告中也表示，里斯本策略太過廣泛以致於無法讓人真正地理解：「里斯本策略納入了各

個部分，因而等同於無，而策略的最終結果有時也被漠視了。一個廣泛的改革議程需要清楚的描

http://www.euractiv.com/cgi-bin/cgint.exe/2842916-147?204&OIDN=500634&-home=search
http://www.euractiv.com/cgi-bin/cgint.exe/3061310-517?204&OIDN=1508301&-home=home
http://www.euractiv.com/cgi-bin/cgint.exe/3074530-945?714&1015=8&1014=EUROPAEUINT


淡江大學歐盟文獻中心通訊第四期 
ISSN 1818-8028 

 6 

述，才能夠有效地傳達此議程的必要性。」所有的成員國都應對里斯本策略負起責任，執委會也

必須準備列舉出沒有確切落實的國家和讚揚獲得成效的國家。 

柯克報告中針對五大領域提出政策建言，包含知識社會、內部市場、企業環境、勞工市場、

永續環境的未來等項目，並應列為優先發展目標。 

1.知識社會：歐盟必須極力吸引世界各地的高階研究人員和科學家。由於歐洲某些現存法

規制度往往成為高階人才不願到歐洲工作的障礙，例如簽證核發程序以及專業能力證明的相互認

可制度等。因此明年歐盟春季高峰會上將會提出一份行動計劃，用以排除前述的相關障礙。此外，

提出創設歐洲研究會議，以提昇歐洲研究發展之競爭力。 

2.內部市場：由於會員國在轉換歐盟相關立法時耗費了太多時間，導致無法落實相關政

策，例如服務的自由移動上仍存有障礙。為加速政策的施行，報告中建議執委會列出會員國仍須

進行立法轉換程序的法規清單，並在 2005年高峰會議上訂出立法轉換的最後期限。 

3.企業環境：歐盟若要促進經濟發展和增加就業機會，就必須替企業創造一個有利的環

境，例如降低管理費用、改善法規品質以及讓新成立的公司有生存的空間。從實際面來說，執委

會和會員國應共同合作，達成在 2005年底前降低創業成本之目標。 

4.勞工市場：會員國應與國內社會夥伴進行更緊密的合作，進而在 2005 年前提交終身訓

練的職訓策略，並於 2006年發展更明確與積極之策略，因應人口老化問題。 

5.永續環境的未來：促進綠色創新發展，以及督促各國定訂準則來實踐歐盟環境科技行動

計劃，皆屬相當重要之目標。 

11月 4日至 5日的歐盟高峰會上，歐盟各國政府首長已首次檢視此份報告。 

全文報告： 
http://europa.eu.int/comm/lisbon_strategy/pdf/2004-1866-EN-complet.pdf 

 

歐盟庇護政策成為 11月 4-5日歐洲高峰會上之重要議程 

10月 25-26日之盧森堡會議上，歐盟 25國內政部長大體上同意了一項為期五年的移民方

案和難民庇護措施，但仍未解決所有的爭議問題，而這些爭議已提交至 11月 4-5日召開的歐洲

高峰會議上進行討論。歐洲高峰會並對歐盟司法暨內政領域 2005-2010年之工作計畫達成協

議，歐洲各國領袖將簽署「海牙計劃」，期望在內政司法領域有更密切之合作。「海牙計劃」是繼

1999年通過的坦普拉計劃之後，另一項為期五年的的計劃。此計劃的目的在實現共同庇護政策，

歐洲共同庇護部預計將在 2005年 5月 1日成立。 

新任負責內政與司法事務之義大利籍執委 Franco Frattini將在上任後，採行下列重要措施： 

1.計劃於 2010年以前發展出共同的政治庇護政策，以共同程序與統一之標準來提供庇護

或人權保護； 

2.依據歐盟勞動市場需求來核准外國人是否得於歐盟境內取得合法工作權；  

3.建構一完善之架構，進而保障移民能成功融入歐盟社會；  

4.加強與第三國之合作關係，以妥善處理非法移民問題； 

5.發展一套驅逐與遣返非法移民之政策；  

6.運用生物辨識學與資訊系統。  

http://europa.eu.int/comm/lisbon_strategy/pdf/2004-1866-EN-comple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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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峰會最後宣言中，歐盟各國領袖一致認同，需在團結、共同承擔責任與財務分擔等原

則下，來推動內政與司法合作之第二階段發展。 

文獻來源： 

http://www.euractiv.com/Article?tcmuri=tcm:29-132000-16&type=News 

 

促進外來移民的整合 

負責整合事務的歐盟各國部長於 11月 9日至 11日在荷蘭召開會議，針對外來移民整合議

題進行討論，良好整合實例的交流將是議程的重點，而討論的焦點則放在社會整合計劃和具有移

民背景的青年人。在整合計劃方面，重點將放在提昇與創造共同市民權。對於具有移民背景的青

年人來說，主要有三項重點：保護民主法制國家及反對激進主義、父母及教師的角色以及對抗歧

視等。 

會議中各國部長將就整合政策在發展與實踐上所面臨的問題做進一步的討論，再做出具體

的計劃和行動決定，將政策轉換為可實際操作的措施。整合政策的順利執行，不僅有助於會員國

內部社會的穩定和凝聚，對於歐盟整體而言也相當重要。這是負責整合事務的歐盟各國部長首次

集會，他們的與會代表著持續的政治涉入對整合之重要性，在歐盟層級亦是如此。 

 

推動移民整合政策相關文件： 

http://europa.eu.int/comm/justice_home/doc_centre/immigration/integration/wai/doc_immigrati

on_integration_en.htm 

 

   學者專欄........................................................................................................................... 

本期特別邀請台灣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文化組，撰寫有關歐盟伊拉斯莫斯高等教育世界計畫

之文章，期提供國內大專院校、學術界及學子深入了解此項計畫，進而取得多面向之學術交流管

道。 

歐盟伊拉斯莫斯世界(Erasmus Mundus)計畫 

中華民國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文化組  

歐盟伊拉斯莫斯世界是一項新的全球性計畫，主要目的在於提昇歐盟高等教育的品質及吸

引力，成為世界知名的留學區域；並加強與第三國（非會員國）的高等教育合作關係。藉由支持

學者與學生的國際交流，伊拉斯莫斯世界為所有參與者準備全球知識社會所需的能力。這項計畫

視為是回應今日歐盟高等教育所面臨的挑戰的有效措施，尤其有助於促進學位結構整合歷程及提

昇在全球的競爭力；這些也是布隆尼亞歷程（Bologna process）及各會員國高等教育改革的中

心主題。 

 

http://www.euractiv.com/Article?tcmuri=tcm:29-132000-16&type=News
http://europa.eu.int/comm/justice_home/doc_centre/immigration/integration/wai/doc_immigr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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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莫斯世界計畫包括四項具體行動方案： 

行動方案１－伊拉斯莫斯世界碩士課程：該碩士課程是伊拉斯莫斯世界計畫最重要成份，

由歐盟至少三個國家三所大學共同開設高品質碩士課程，學生須至少在二所大學就讀，並

授予認可的雙學位、多學位或聯合學位文憑。 

行動方案２－伊拉斯莫斯世界獎學金：為使得伊拉斯莫斯世界計畫對第三國有強烈的吸引

力，該計畫提供第三國最優秀的學生與學者優渥獎學金。 

行動方案３－合作夥伴關係：為了鼓勵歐盟各會員國大學向全世界開放及加強在全世界的

知名度，伊拉斯莫斯世界碩士課程與第三國高等教育機構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參與伊拉斯

莫斯世界碩士課程的歐盟學生與學者需赴第三國作短期交流。 

行動方案４－提昇吸引力：伊拉斯莫斯世界支持提昇歐盟高等教育吸引力及相關旨趣的措

施活動，支持改進歐盟高等教育知名度、能見度及接受度的活動，以及高等教育全球化的

活動，例如與第三國之學歷相互認可等。 

 

伊拉斯莫斯世界將支持 100件高水準的碩士課程，參與計畫的歐盟各會員國大學，每所獲

補助每年 5,000歐元；並提供第三國學生獎學金 5,000個名額，每月 1,600歐元及學雜費與交通

費 5,000歐元，一學年（十個月）共計 21,000歐元，二年為 42,000歐元，如無法於課程要求

期限內完成學業，歐盟不再補助；及 4,400名歐盟學生赴第三國留學，每月 700歐元加交通費

1,000歐元，三個月總計 3,100歐元。同樣地，在伊拉斯莫斯世界碩士課程結構下，提供第三國

學者獎學金 1,100個名額赴歐教學或研究，每月 4,000歐元（最長三個月）及交通費 1,000歐元，

三個月總計 13,000歐元；及 900名歐盟學者赴第三國，每月 4,000歐元加交通費 1,000歐元。

伊拉斯莫斯世界支持伊拉斯莫斯世界碩士課程與第三國高等教育機構的合作，補助第三國高等教

育機構每所每年 5,000歐元，約 100所。對提昇吸引力的活動補助，以不超過活動費用 75%為

上限。該項計畫為五年計畫，自 2004年至 2008年，經費總計二億三千萬歐元。 

 

誰可參與？ 

伊拉斯莫斯世界開放給如下國家參與： 

十五個會員國及十個新會員國 

歐盟候選國 

歐洲經濟區域（列支敦斯登、冰島及挪威） 

世界其他國家（第三國） 

這項計畫參與對象為： 

高等教育機構 

取得學士學位的學生 

學者 

高等教育教職員 

其他公私立高等教育組織或協會（只能參與行動方案４－提昇吸引力） 

 

歐盟伊拉斯莫斯世界（Erasmus Mundus）計畫自 2004-05學年起實施，歐盟執委會於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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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月第一次公告徵求 2004-05學年的碩士計畫，包括行動方案１（伊拉斯莫斯世界碩士課程）、

行動方案２（獎學金）與行動方案４（提高吸引力），該項徵求計畫公告目前已結束，第一次徵

求碩士計畫結果可在文教總署網站查獲歐洲那些大學獲歐盟補助開設聯合碩士課程。 

 

第二次徵求 2005-06學年的碩士計畫，包括行動方案１（伊拉斯莫斯世界碩士課程）、行

動方案２（獎學金）與行動方案３（合作夥伴），行動方案１之截止日期為 2004年十月三十一

日，行動方案２與３為 2005年三月三十一日。歐盟並訂定每年三月公告徵求下學年的碩士計畫。

我學生與學者請逕向開設伊拉斯莫斯世界碩士課程的歐洲大學申請，申請截止日期依學校規

定，歐洲大學校院則須於 31/03/2005前向歐盟提出奬學金名單，至關 2005-06學年那些歐洲大

學有開設伊拉斯莫斯世界碩士課程，最快可望於 2005年初於歐盟文教總署網站查獲，或請逕向

歐洲各大學打聽。 

 
歐盟核可補助的每一項伊拉斯莫斯世界碩士課程必須為非會員國保留十九名學生獎學金

名額及四名學者獎學金名額，非會員國大學畢業生或學者申請資格之一為在過去五年未至歐盟會

員國或參與國家研究或留學逾十二個月。 

 

歐盟伊拉斯莫斯世界碩士課程提供歐洲大學與非會員國大學的合作開課機會，主要目的為

提供歐洲學生與學者赴非會員國進行伊拉斯莫斯世界碩士課程架構下的短期研究。第一次合作將

於 2005-06學年開始，歐盟核可的伊拉斯莫斯世界碩士課程之歐洲大學合作夥伴，將至少找一

所來自非會員國的高等教育機構合作，並於 2005年三月卅一日前送交歐盟；並且歐洲合作的每

所大學需派五位歐洲學生及一位學者至非會員國進行短期研究（二週至三個月），總計有十五位

歐洲學生與三位學者赴合作之非會員國大學交流。 

 

歐盟執委會已於 2004年 9月選出十九件伊拉斯莫斯世界（Erasmus Mundus）碩士課程，

總計有八十二所歐洲大學參與，碩士課程自 2004-05學年開始。這十九件碩士課程由歐盟至少

三個國家三所高等教育機構合開，授予聯合學位或雙學位或多學位，其中有十四件自 2004-05

學年即開始實施，其他五件則計畫準備一年後再正式實施。十九件碩士課程來自十七個歐洲國家

八十二所大學參與，十七個國家為：德國、奧地利、比利時、丹麥、西班牙、芬蘭、法國、希臘、

匈牙利、愛爾蘭、義大利、荷蘭、葡萄牙、斯洛伐克、瑞典與英國，另外再加挪威。歐盟會員國

中以德（13）、法（12）、義（10）與英國（8）等最多大學參加。 

 

歐盟同時自該十九件碩士課程中，約八十個非會員國家選出 140位學生與 42位學者為該

計畫獎學金的受獎者赴歐留學或研究一至二年；碩士課程涵括的領域相當廣泛如：法學、經濟學、

社會科學、政治、環境科學、管理、社會學、教育、產業關係、數學、健康、新科技等等。另有

關伊拉斯莫斯世界計畫行動方案 3，即歐洲學生與學者赴非會員國充實他們的研究，將於 2005

年實施。 

 

請至歐盟文教總署網站查獲選出的十九件伊拉斯莫斯世界碩士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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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uropa.eu.int/comm/education/programmes/mundus/index_en.html 

如有任何問題請逕與歐盟洽詢： 

Contact us at EAC-Erasmus-Mundus@cec.eu.int 

計畫資料來源：歐盟執委會文教總署 

 

 歐盟小百科........................................................................................................................ 

1. ANTI-FRAUD OFFICE 

反貪污辦公室(anti-fraud office, OLAF)為隸屬於執委會下的獨立辦公室，並由歐洲議會指派

OLAF主任。其主要的職責在於審視歐盟預算制度的貪污事件，也就是在規劃或執行歐盟預算的

過程中，是否涉及任何貪瀆、包庇或者不法的行為，審查及防治貪污事件的發生是反貪污辦公室

的使命。成立於 1999 年 6 月的反貪污辦公室其前身為預防貪污任務小組(Task For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Fraud Prevention , UCLAF)，相較於 UCLAF，反貪污辦公室被賦予新的權力，

即審查歐盟機構的內部管理制度與財政經費核銷等，並且針對任何需要進行調查。 

 
2. ARTICLE 133 COMMITTEE 
前身為 113委員會(Article 113 Committee)，依據阿姆斯特丹條約修正歐洲共同體條約的第 113

條而得名，由歐盟會員國代表所組成，主要在於協助執委會與歐盟會員國成員進行貿易協商，特

別是在世界貿易組織談判場域，而該委員會亦為歐盟商業政策的主要決策中心。各會員國皆有一

位正式委員及一位候補會員作為代表，而這些委員的主要工作是針對國際貿易相關議題作出決

策，諸如香蕉案爭議、提供窮國藥物資源以及美國向歐洲鋼鐵徵稅等等，皆是該委員會討論的內

容。133委員會所作出的決策須經歐盟高峰會批准，而委員會內部若對議案有所爭論，則由常設

代表委員會(Coreper,由歐盟指派的國家公務人員)全體委員進行審核，經批准後，不得有議。 

 

3. COREPER (COMMITTEE OF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常設代表委員會形式上是由各國的常設代表（即各國派註在布魯塞爾的人員）所組成，但 Coreper

一詞也用來指稱全體代表委員和其下的各個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常設代表委員會內，又分為由

副代表組成的 CORPER I和具大使身分的 CORPER I，委員會的任務主要是為歐盟部長理事會

提供服務和把關，同時在部長理事會議上提出討論議題。委員會以一致決達到共識的議案，在部

長理事會上直接列為 A 組議題，可不經討論逕行表決；委員會內部無法達成共識的議案，則留

待理事會加以討論協商。常設代表委員會慣例上不討論農業問題，而是由下設的特別農業委員會

(Special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來處理。 

 

4. EUROPEAN CONFIDENCE PACT FOR EMPLOYMENT 
歐洲就業信心協定是由歐盟前執委會主席 Jacques Santer所提出，此協定的主要目的在於提高

歐盟國家間的就業率，協定中的相關行動皆以總體經濟政策為核心，如改善內部市場、採納就業

http://europa.eu.int/comm/education/programmes/mundus/index_en.html
mailto:EAC-Erasmus-Mundus@cec.eu.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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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遏止國家救助補貼、推廣教育及職訓等等。當時 Santer為了獲得各會員國的支持，曾遊

走各國，並與業主和貿易聯盟召開多次的會議，但會員國間對此份提案冷漠以待，而企業主也對

此項協定的價值表示質疑。Santer 的此項計劃無法獲得支持，對於執委會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挫

敗。而到了簽訂阿姆斯特條約後，會員國才開始就相關就業議題進行討論。 

 

 歐盟資料庫簡介.................................................................................................………… 

本期將分別針對新版 EUR-Lex、歐盟簽署協定之資料庫、歐盟出版品入口網站進行簡介： 

 

新版 EUR-Lex歐盟法律資料庫簡介 

EUR-Lex是將原有 EUR-Lex與 Celex歐盟法律資料庫合併後的網頁，它結合了兩套系統的優

點，提供使用者在查詢歐盟法律文件資料，一個直接、簡單又免費的操作介面。 

新的系統仍在建構測試階段，未來幾個月內，不同的功能將逐漸開放使用，在此期間，使用者仍

然可以繼續使用 EUR-Lex和 Celex網站，資料庫內容更新至 2004年 10月。 

網頁內容 

• 歐洲聯盟電子公報(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on-line) 

使用者能直接取得最新一期及過去 10天的公報，內容包括 L級(立法)及 C級(資訊、審

查中法案和公告)文件。若輸入日期和出處，便可直接查尋到公報中的特定議題，也可查

閱自 1998年後的電子版公報。透過網頁的搜尋功能，也可取得 1998年以前發表於公

報的文章。 

• 主題資源(Collections) 

文章資料以主題為編列依據，分為條約、國際協定、有效立法、綜合法例、審查中法案、

判例及歐洲議會諮詢問題，使用者可依需求，透過主題目錄從資料庫取得已生效之法律

條文或已發表的文章。 

• 搜尋引擎(Research) 

為了讓使用者能取得歐盟的法律文件（包括已無效力的文件），網頁提供了 Celex此一

強大的歐盟法律資料庫搜尋工具。除了條約、國際協定、次要及補充立法之外，Celex

法律資料庫也提供額外的資訊，讓使用者能對歐體法有更完整的概念，如審查中文件、

判例及歐洲議會諮詢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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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引擎分為兩種模式：簡易搜尋介面提供使用者許多搜索的標準，並在其搜索過程中

給予指導。專業搜尋介面則提供專業人士一個較廣的搜索和選項方式，此一介面將在後

續階段開放使用。 

• 直接連結 

基於資料公開化的目的，網頁中亦提供重要文件和文件來源的直接連結，包括歐盟預算

和各機構之收支記錄。 

• 關於歐洲法 

針對較不熟悉歐洲問題的使用者，網頁提供了歐盟機構及歐體法的相關資訊，讓這些使

用者能輕易地找到需要的資料；同時也提供歐體立法過程中相關法律工具的解釋。 

• 時事問題 

近期發佈的文章是此部分的重點。此頁面提供使用者依據時事議題所分類的法律文章。

最後，每月一次的電子報會摘錄最新的新聞訊息，以及發佈最新的發展情況。 

新版法律資料庫系統的優點 

 

免費使用：使用網頁完全不須付費，也沒有任何條件限制；只有當使用者想要設定個人化網頁或

專門服務時，才須註冊登入。 

具時事性：網頁資料每天更新，近期發佈、通過的全文以及依據時事議題所分類的文章，是此網

頁強調的重點。 

快速取得：系統內部的文件可直接使用，並可以關鍵字檢索、公報發行出處或是文件的自然數作

為搜尋準則。 

參考文件：資料庫的內容包含自歐洲煤鋼共同體成立以來不同語言版本的相關文件，數量達 40

萬件。大部分的文件皆已在歐盟公報或歐洲法院案例報告發佈，但資料庫亦納入了其他被機構視

為公共範疇的文件。 

多種語言：原則上所有可使用的文件皆提供了不同的官方語言版本，若無法取得所須的語言版

本，系統會依據使用者設定之偏好，提供其他語言的版本。 

網站之易使用性：網站製作主要依從「資訊網易使用性推動組織」(WAI)所訂定的規範和建議，

以讓使用者能輕鬆地進入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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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化：除了可取得已併入 Celex歐盟法律資料庫的歐盟公報法律文件外，網頁也提供了重要

文件和文件來源的直接連結，包括歐盟預算和各機構的收支記錄。 

背景資料：提供協助和背景資料，以讓使用者能熟悉歐盟法和機構事務。 

操作簡單：使用者可依據事先設定的定義或透過輔助搜尋功能，輕鬆取得需要的文件。 

滿足專業需求：專業搜尋介面則提供專業人士一個較廣的搜索和多樣化選項，但在後續階段才會

開放使用。 

過渡時期：新系統仍在建構測試階段，不同的功能將在未來幾個月逐漸開放使用，預計將在 2004

年秋季正式運作。 

在此期間，線上公報入口已開放使用，並可進行簡易的搜尋；另一方面，資料庫介面使用及內部

文件資料，都將逐漸增加其他語言版本。使用者仍然可以繼續使用 EUR-Lex和 Celex網站，兩

個資料庫的內容會更新至 2004年 10月，年底後將不再進行更新。 

 

資料庫檢索網頁： 

http://europa.eu.int/eur-lex/lex/en/index.htm 

 

 

歐盟簽署協定之資料庫(Agreements database) 

http://europa.eu.int/eur-lex/lex/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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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共同體每年皆會與第三國或國際組織簽署一些協定，協定的所涵蓋之種類相當廣泛，如貿

易、合作與發展或是聯合協定，同時也包括大範圍的特殊事務，如紡織品、漁業、關稅、科技、

運輸等各項目。 

協定也可能是依據歐盟條約第 24條所簽署。除此之外，歐盟會員國之間所簽署的公約也含蓋不

同的領域，例如公司法、雙重稅制、領事保護、簡化法院判決或仲裁裁決相互認可及執行手續(歐

洲共同體條約第 293條)。某些公約是歐盟各會員國間為達成司法與內政事務上的合作而簽訂。 

無論是上述所提或是仍在批准階段的協定和公約，皆可在此一資料庫中取得。每天會進行資料之

更新，包括簽署、批准及生效日期等；也可查詢其中一方針對協定或公約所發表之相關意見或聲

明，這些聲明全文可從資料庫中取得。 

一旦協定或公約的文章公佈於歐盟公報上，網頁上就會提供該文章的連結。 

資料庫檢索網頁： 

http://ue.eu.int/cms3_applications/Applications/accords/search.asp?lang=EN&cmsid=297 

 

 

歐盟出版品入口網站(EU Publications Portal) 

歐盟出版品入口網站是一個可查詢所有歐洲聯盟機構出版品相關網站或網頁的資料站，網站提供

兩種取得資料來源的方法： 

http://ue.eu.int/cms3_applications/Applications/accords/search.asp?lang=EN&cmsid=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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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據歐盟政策行動分類之主題索引 

2.入口網站內所有網站網頁依字母排序 

每一個網站或頁面都提供了歐盟機構或服務機構之名稱，以及標示出版品的類型。 

舉例來說，「目錄」(Catalogue)代表著該網站提供行政部門發行的書名清單，「出版品」

(Publications)則表示這些書目可在線上免費取得。 

標題後面會有一段短文，描述網站或網頁的內容及其語言版本，每筆查詢之項目將包含資料出處

之網頁超連結。 

網頁連結： 

http://europa.eu.int/publications/index_en.htm 

 

 

 

 

 

 

http://europa.eu.int/publications/index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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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出版品訊息....................................................................................……………………… 

  

本期選介一系列探討歐盟與土耳其關係之相關研究報告： 

1. Turkey’s Energy Prospects in the EU-Turkey Context 

Yusif Isik 

Series EU-Turkey Working Papers 

Date Published October 2004 

內文摘要： 

作者在『歐盟與土耳其關係來看土耳其能源發展之前景』此篇文章中，指出土耳其為讓國內立法

與歐體能源立法相互調和，因此其國內能源市場的立法架構在近幾年來產生相當快速之變化。但

土耳其在能源市場之運作上仍存有某些缺失，例如法規的效力、價格變化趨勢與失敗率等問題。

此外，雖然土耳其在技術準備工作上，已逐漸追趕上歐洲的腳步，但對於跨國貿易卻仍有法規範

之限制。對於所有能源附屬部門來說，仍有待更進一步的努力，作為未來與共同體既有立法相互

調和之基礎。如果土耳其提出之改革草案（包括電力設備的民營化）能徹底被執行，以及進行跨

國貿易之自由化，則土耳其可望在成為歐盟正式會員前，先整合至歐盟的能源體系中。 

全文出處：http://shop.ceps.be/downfree.php?item_id=1163 

 

2. Financial Aspects of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and Price Stability – The Case of 

Turkey 

Daniel Gros   

Series EU-Turkey Working Papers 

Date Published September 2004  

內文摘要： 

作者在『中央銀行獨立性及價格穩定之財政觀點－以土耳其為例』此篇文章中，認為與中央銀行

獨立性、價格難穩定、高度美元化及對貨幣政策毫無作為的央行資產負債表對照之下，欲了解價

格穩定在財政上的重要性，土耳其是個極佳的解釋個案。歐洲國家的中央銀行在加入歐洲貨幣聯

盟(EMU)之前都面臨類似的問題（而有些歐盟新會員國的央行也面臨類似問題），但以土耳其而

言，所有的議題卻是相互混雜，有別於其他歐洲國家之狀況，並可能導致嚴重之問題。 

若從美元化的影響來權衡鑄幣權，則回歸到最基本的議題，即當中央銀行僅控制國內通貨之貨幣

供應量時，該如何制定一國之貨幣政策。 

全文出處：http://shop.ceps.be/downfree.php?item_id=1158 

  

3. Relative Income Growth and Convergence 

Kemal Derviş, Daniel Gros, Faik Öztrak, Fırat Bayar and Yusuf Işık  

Series EU-Turkey Working Papers 

http://shop.ceps.be/downfree.php?item_id=1163
http://shop.ceps.be/downfree.php?item_id=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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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Published August 2004 

內文摘要： 

作者在『相對所得成長及趨同』此篇文章中指出，當考慮土耳其申請加入歐盟之可行性時，健康

應是決定性的標準，而不是財富。此份研究乃針對土耳其未來十年的經濟成長進行評估，並暗地

質疑土耳其是否能在實現總體經濟穩定以及歐盟作為其經濟決策依賴支柱後，開始縮短其與歐盟

在平均每人所得上的差距。 

從上述觀點來看，其未來發展是有希望的。與多數歐盟現有會員國相比，土耳其雖仍是一個相當

貧窮的國家，但仍有其發展潛力。多數所謂的邊陲國家已較核心國家擁有更顯著的經濟成長，而

這也證實擴大後的歐盟，較貧窮會員國的經濟情況將更趨繁榮，其衍生的問題也比先前外界預估

來得少些。 

此份分析報告一開始先描述土耳其過去幾年來盛衰沈浮的發展情況，接續近來發展情況更是日漸

繁盛。作者採行兩項不同標準的比較方式：1.每人平均國內生產總值，2.勞工平均生產總值。這

兩項數據可讓我們了解到人口趨勢的爭議，這也是構成土耳其與其他新舊會員國有所區別的要

素。接著作者藉由評估未來影響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來檢視土耳其之經濟結構與地區性的特

質，最後歸納出兩項經濟復甦的正面結果。 

全文出處：http://shop.ceps.be/downfree.php?item_id=1153 

 

4. Stabilising Stabilisation 

Marco Airaudo, Kemal Derviş, Daniel Gros, Faik Öztrak, Fırat Bayarand and Yusuf Işık  

Series EU-Turkey Working Papers  

Date Published August 2004  

內文摘要： 

作者在『穩固現有的穩定性』此篇文章中指出，由於總體經濟危機的一再發生，使得土耳其在過

去二十年來無法展現其成展潛力。因 2001 年春季發生經濟危機而開始實施的穩定計劃

（stabilisation programme），已成功促使土耳其高達 70%的通貨膨脹率降低至 10%以下，公債

佔 GDP 百分比也逐漸下降為 1%。接下來的關鍵任務便是讓土耳其目前得來不易的穩定狀態，

維持為一種常態，意即穩固現有的穩定性。 

此份研究針對全面性的改革任務提出幾項觀點。整體結構分為五部份：第一部分簡要論述截至目

前為止已實現的目標；第二部分轉而指出導致土耳其經濟容易遭受衝擊的主要變數，即債務占

GDP 比率（debt-to-GDP）及其彈性；第三部分則探討外部變數：土耳其如何在不累積龐大外

債債務負擔的情況下，吸引外資，以加速其與歐盟的趨同？外國直接投資對此應屬相當重要的關

鍵要素（如同其對於新會員國所造成的影響一樣）；第四部分則針對未來影響土耳其在歐洲經濟

表現的機構品質作討論；第五部分為總結。 

全文出處：http://shop.ceps.be/downfree.php?item_id=1152 

 

5. Turkey and the EU Budget: Prospects and Issues 

Kemal Derviş, Daniel Gros, Faik Öztrak and Yusuf Işık, in cooperation with Fırat Bayar 

Series EU-Turkey Working Papers 

http://shop.ceps.be/downfree.php?item_id=1153
http://shop.ceps.be/downfree.php?item_id=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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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Published August 2004 

內文摘要： 

作者在『土耳其與歐盟預算：前景與爭議』此篇文章中指出，當我們在計算土耳其加入會員後，

各現有會員國須承擔多少費用時，必須意識到這是個相當不確定的過程。不只是土耳其，連歐盟

自己也不斷地在發展和改變。此外，也沒有人能確知未來土耳其入盟時，預算法規未來之全貌。

雖然存有許多不確定因素，但仍有一些方法可以用來計算，一旦土耳其成為歐盟正式會員國後，

所須花費之預算成本。第一個方法為，計算在共同農業政策及結構基金之下，土耳其可獲得之補

助；第二個方法則是，計算到 2015年入盟日期前，歐盟須支付的費用，在此情況下，也不能忽

略過渡協議，諸如法爾計劃及已使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受益的加入前計劃（pre-accession 

programmes）等。雖然我們深知，歐盟操控的預算總額可能會有所變動，但這些淨額仍會對土

耳其產生顯著的效果。 

全文出處：http://shop.ceps.be/downfree.php?item_id=1148 

 

6. The Future of Turkey-EU Trade Relations: Deepening vs Widening  

Sinan Ulgen and Yiannis Zahariadis 

Series EU-Turkey Working Papers 

Date Published August 2004 

內文摘要：  

作者在『以深化與廣化面向來看土耳其與歐盟未來貿易關係』此篇文章中指出，基於歐盟與土耳

其所建立的關稅同盟關係，土耳其與歐盟已在貿易上具有相當程度的密切關係，而土耳其也是唯

一一個與歐盟建立關稅同盟的候選國。至少在貨物貿易方面，土耳其幾乎已算是歐洲單一市場內

的一部分。若要加強雙方現有的貿易統合狀態，有兩個方法可以達成。第一，可藉由改善協議內

容及提出協議內容中的缺點，來深化關稅同盟的關係；第二，藉由納入服務及農業範圍，強化貿

易合作的程度，此即為關稅同盟的廣化。此研究推論出，土耳其與歐盟所建立的關稅同盟，整體

上已達到技術上的成就，並在一穩固的基礎上持續運作。然而，雙方仍應朝消除貿易壁壘目標邁

進，並穩步走向一個更廣泛的貿易合作架構。 

全文出處：http://shop.ceps.be/downfree.php?item_id=1147 

 

7. The Turkish Banking Sector: Challenges and Outlook in Transition to EU Membership 

A. Steinherr, A. Tukel and Murat Ucer 

Series EU-Turkey Working Papers 

Date Published August 2004 

內文摘要： 

作者在『成為歐盟會員過渡期中，土耳其銀行業所面臨之挑戰及前景』此篇文章中指出，土耳其

銀行業是否已為加入歐盟作好準備，主要可從四個不同的角度提出問題。第一，作者們檢視現存

銀行業之架構及運作機制，其中包括管理架構，並與歐盟新加入國家作一比較；第二，查看銀行

業在 2003年的財政完整性，以評估其是否已準備好接受一個更具競爭性的銀行環境；第三，檢

查財政深化之障礙，並找出妨礙銀行業發展最急切的問題；第四，探究銀行業的生產力及效率；

http://shop.ceps.be/downfree.php?item_id=1148
http://shop.ceps.be/downfree.php?item_id=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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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後的部分，則是提出土耳其國內銀行業是否能在入盟期限之前作好準備的疑問。文中最後推

斷，2004年土耳其銀行足以與歐盟新會員國的銀行業體系相比擬。過去政財不穩定的主要原因

在於，總體經濟的不穩定以及政府的直接涉入，但現在土耳其已逐漸實現總體穩定性，政府也減

少直接涉入的機會。在 2001年發生危機後，針對非透明及偏政治性的銀行環境所進行的肅清工

作，以及為符合歐盟標準所進行的法規結構更新，皆是主要的改革進展。而引進巴塞爾第二號協

定下的風險管理機制，以及實現符合歐盟標準的資本市場，皆是改革工作的一部分，未來與國外

投資夥伴合併也將是必然。若歐洲統合成為未來具體的夢想，土耳其的總體經濟將可逐漸穩定，

其銀行業也可在入盟期限之前，便迅速達成歐盟所訂立的標準。 

全文出處：http://shop.ceps.be/downfree.php?item_id=1146 

 

8. Turkey in the EU Area of Freedom, Security and Justice 

Joanna Apap, Sergio Carrera and Kemal Kirişci 

Series EU-Turkey Working Papers 

Date Published August 2004 

內文摘要： 

作者在『土耳其在歐盟自由、安全及司法領域中的定位』此篇文章中指出，將土耳其視為歐盟候

選國之前提下，評估歐盟在邊界控管、簽證制度、難民及非法移民的相關政策作為。在歐盟現行

政策之下，雖然土耳其與申根國之間的邊界管制在幾年內尚無法撤除（新加入的東歐國家亦是如

此），但土耳其仍須在入盟前，適用歐盟有關跨越申根區外部邊界之人員移動的相關立法。作者

認為，在考量經濟與政治利益、土耳其與歐盟兩者間共同外部鄰國之敏感議題時，對於歐盟申根

邊界與簽證制度之適用，應保留某些程度之彈性。因此，此份研究報告針對許多特殊的制度進行

評估，如西班牙和葡萄牙所採行的體制，以及歐盟執委會為促進局部邊境交流所提出的計劃書。

最後，保加利亞在司法內政事務上的經驗，可能會被視為土耳其未來加入歐盟時的一個範本。 

全文出處：http://shop.ceps.be/downfree.php?item_id=1145 

 

9.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urkish Democracy 

Senem Aydın and E. Fuat Keyman 

Series EU-Turkey Working Papers 

Date Published August 2004 

內文摘要： 

作者在『歐洲統合與土耳其民主轉型』此篇文章中指出，哥本哈根政治標準是促使土耳其在實現

現代化及民主化時更為多元、鞏固的一個手段。在第一章，作者就政治現代化和民主鞏固之觀點，

來論述現代土耳其之歷史概況，進一步評估土耳其達成哥本哈根政治標準的可能性。第二章評估

歐盟訂定的條件限制及其現有問題對土耳其的影響，其中以四大面向，軍事地位、人權、保護多

數及司法體制等進行評估。文章最後作出總結，土耳其仍需繼續實現歐盟基於公平原則，所制訂

的哥本哈根政治標準及政策。 

全文出處：http://shop.ceps.be/downfree.php?item_id=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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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urkey as a Bridgehead and Spearhead: Integrating EU and Turkish Foreign Policy 

Michael Emerson and Nathalie Tocci 

Series EU-Turkey Working Papers 

Date Published August 2004 

內文摘要： 

作者在『作為橋頭堡及先鋒的土耳其：歐盟與土耳其外交政策的統合』此篇文章的開頭，先假設

歐盟決定在 2004年底與土耳其展開入盟協商，並藉此探究入盟前歐盟和土耳其在外交、安全及

防禦政策整合的可能性。作者從身為民主化、回教國家的經驗來檢視土耳其的能力，而在土耳其

的鄰國未來可能成為歐盟鄰國的情況下，作者檢視歐盟與土耳其之利益趨同，以及雙方在巴爾

幹、高加索、中東及中亞地區之角色互補程度。文章最後，作者總結土耳其對於歐盟的外部政策

將具有重要的影響力。 

全文出處：http://shop.ceps.be/downfree.php?item_id=1143 

 

 《歐盟重要日程預告》............................................................................................ ............ 

2004/12/06-07 Employment, Social Policy, Health and Consumer Affairs Council, 

Brussels 

2004/12/07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ffairs Council (Ecofin), Brussels 

2004/12/08 EU-China Summit,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2004/12/16-17 European Council, Bruss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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